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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何时能摘掉 “非市场经济” 帽子

今年 4 月 14 日，新西兰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

位；5 月 14 日，新加坡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。
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取得重大突

破。但是，专家指出，要摘掉“非市场经济”的帽子，

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。
“非市场经济”问题旧称“统制经济” 问题，是反

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。反倾

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的商品出口国

家为非市场经济国家，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

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（即替代国）的成本数据计算所

谓正常价值，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，而不使用出口国

的原始数据。

中国加入 W T0 议定书第十五条明确，中国在加入

后的 15 年内在反倾销、反补贴措施的使用上适用 “非

市场经济条款”，即在加入后的 15 年内，如果中国能

证明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，则其他 W T O 成员应按照

W TO 正常的规则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的价值；如果不

能成功证明，则其他成员可用其他适当方法进行计

算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，一定条件下接受了 “替代国”

的计算方法。
中国被戴上 “非市场经济”的帽子，对中国外经贸

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。它的危害性主要在于：其

一，其直接后果是，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对外反倾销应

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，并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

要原因。其二，由于中国企业界在 “非市场经济”地位

的官司中难以胜诉，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了某些 W TO

成员的国内相关产业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

诉，同时打击了中国企业的积极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其

三，“非市场经济地位” 否认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

和现状，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。
过去 20 多年来，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

得了重要进展，但是包括美国、欧盟在内的许多西方国

家至今仍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，中国在

短期内摘掉 “非市场经济”的帽子依然十分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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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绿色 G D P 这一新名词

频频见诸报端，备受关注。特别是十

六 届 三中全会提出 “坚持以 人为

本，树立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发展

观 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 面发

展”，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

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实行绿色 G D P

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更为突出。据

记者了解，我国绿色 G D P 核算体系

建设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目前环保

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大体上完成

了 G D P 的新核算体系，相应的改革

措施也将从今年开始逐步展开，并

在四川、河北、山东等省进行试点。

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

济核算体系，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

政官员的政绩观，推动粗放型增长

模式向低消耗、高利用、低排放的集

约型模式转变，真正把可持续发展

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、

各个领域。可以说，实行绿色 G DP 是

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

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。

绿色 G D P 是如何提出的？

绿色 G D P 是对 G D P 的一个补充

和完善。G D P 只反映了经济发展，却

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

影响，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

经济增长，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

像。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

源、土地资源、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

获得主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

开展资源环境核算，对 G D P 进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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